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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争。范河川 摄

藏历十月下旬，同事向单位告了假，回
家宰杀年猪，酿制米酒，置办年货，并一再邀
请我们到乡下过纳西新年。

藏历十一月初一，是纳西新年。我们如
约前往，汽车在陡峭的峡谷中穿行一小时
余，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延绵在定曲河谷的
一大片平坦农田展现在眼前，阡陌纵横，沟
壑分明。田地里的冬小麦和旱稻刚刚破土
而出，娇柔地探出头来，感受冬日的凛冽。
白色房屋依山傍水，集中建在田地边的半
山坡。康南一隅的门扎、日麦、白松三村聚
居着纳西族。

同事早己在公路边等候我们。带我们
走过一段狭长的小巷后，身穿节日盛装的
村民手拿哈达在门口迎接，簇拥着我们步
入客厅后，香味扑鼻而来，映入眼帘的是条
桌上摆满的米酒，熟猪肉，红米饭、血肠和
本地山珍菜肴。一一寒喧落坐，给我们斟满
用当地红米自酿的米酒后，主人开始依次
给客人敬酒，并让我们品尝手抓红米饭就
猪肉美味，略有糙味的红米饭经由肥瘦相
间的猪肉浸润,滋滋溢出香气特别爽口。待
大家大快朵颐后，主人向我们娓娓道出纳
西新年的由来。

康南的纳西族是丽江木氏土司向西征
战扩张后自云南丽江、鹤庆等地迁入，战时
为戎，平时从事农耕。代代繁衍生息，世居康
巴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并和周边藏族居民
和谐共处，相互尊重，互通有无。因久居藏
区，虽整村至今仍保存着纳西属性，但民族
融合又使得当地的风俗异于丽江等地而别
具特色。

主人讲道,新年前三四天,村里要选出
十二名精明强悍的年轻小伙组成"都吉如",
一来负责上山砍伐祭祀用的神树,二是专事
节日期间集体活动时的治安和杂务。神树分
别是一棵柏树,谓之“米”,象征天神,一棵青
杠树,谓之“达”,象征地神,一棵松树,谓之
“速”,象征山神。三棵树砍伐回村时,村民都
要到村口上香迎接，口呼诸神尊称,以示虔
敬。这些神树就要先安放在洁净处供后面祭
天时用。

藏历十月三十日为除夕,入夜交年时，
村里人就打着手电筒,冒寒风纷纷到河边,
沟渠旁抢“金水”了,谁先抢得第一桶水.喻
意人勤春早,家和万事兴,来年好运连连。鸡
鸣头遍后,便开始按年前约定好的两户人家
“保保”(意为请客),请客一般在亲戚或友好
的两家人中进行,一户当东家,一户作客.请
客的食物全部是当地自产的米酒,肉类和红
米饭,奇特之处竟然是年饭要赶在天亮之前
吃完,并由东家将客方送回家中。

主人说,大年初一,依传统,男女老少只
能说纳西话，村里人们用本族语互致问侯，
互道安康。长者讲述纳西先辈婉转动听的故
事。人们身着节日盛装，戴上各种饰品开始
跳锅庄舞。初二开始按村组轮流请客,规模
较除夕夜大。年初五为祭天日，全体村民都
到祭天场，并把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最好食物
摆放在事先从大山中砍伐象征神树的三棵
树前,奉献三神。这时，由东巴的后代宰杀一
只雄鸡，将鸡肝、鸡脾、鸡心分别挂在神树
上，并念颂祭词，之后由喇嘛念经祈祷，祭祀
上苍所赐的恩惠。待这些仪式结束，众人开
始抢神树枝条视作吉祥，每人手拿一束香，
点燃后磕头祈福。

主人越讲越动情。他说, 最热闹的要数
初五当天的分年猪肉了。年猪肉事先已由专
门负责组织年庆活动的“都吉如”按户数分
割成块，一一编上记号。东巴后代拿出一个
小口袋，里面装着与猪肉对应记号的小纸
团，每户派出一人，依次从口袋里抽出一个
纸团，对号领取猪肉，抽纸团时，人们的心情
既紧张又充满幻想，他们认为，所领取的猪
肉好坏会预示当年家庭年景的兆头。如果领
到的是猪耳朵，则大吉大利，领到猪头部位
也会交好运，颈子以下平平淡淡，谈不上好
坏，若是领到猪脚，则认为一年忙到头也会
一无所获，假如领到猪尾巴，那么这年的光
景不堪设想。现在人们仅把这个仪式作为传
统延续罢了，而不再有心理顾忌。

我们听完主人的介绍时，米酒劲涌起,
置身在满屋飘香的氛围中,憧憬着那一幕幕
别样的场景,这时,村里的青年已在客厅里
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意犹未尽的客人也随
村民翩翩起舞。年庆就在相互宴请，载歌载
舞中，一直到大年十五。

言及康定俞林，龙门阵特长，还真有丁点儿大。远在
格萨尔建三处花花岭国之前若干年，以及之后若干年，康
巴东缘，邛蜀迤西，都实存着另三处称之为‘林’或‘岭’的
地儿了。这是古木雅牦牛王的三‘林’境域，康定俞林贡、
泸定化林坪和汉源富林坝。三‘林’及远即近，与木雅邻氏
的天地重叠，逶迤河山。这三方‘林’圜，匿处康与蜀之边，
故称‘偏林’。

林、岭或宁、凌等等，若取藏语中的发音，有园苑之
意，如公园称林卡，寺院称充林。宏观了，泛指圜阈境域，
广阔中意示着开放自由。由此，俞林、化林、富林这三处林
地，可理解为三处浸润着康巴传统色彩的密境。在民间，
当其为三处古老的民生息壤。这林或岭，社区宽泛，社群
宏恢，社体独特，属古典圆融的‘戈措’之‘戈岭’，类似华
夏天下大局中的古国方国王国。土司制以后，百户甲戈，
千户董戈，万户赤戈，其境大观。

西炉汉文方志所涉及的‘凌蛮三王’史迹，在康人传
说中也可闻见，就是绛岭桑杰的传说。还正好对应曾经在
大、小相岭迤西活跃一时的富林土王、化林土王和俞林土
王。历史中的牦牛国度，每被学者考证在这里，想来也只
是牦牛国的东边局部。三林胜地之间，动静颇多牵连，几
成同一运数。三王俱强，又以俞林王为强中强。明清以降，
蛮王辞世，叠宕三林，一度也曾衍作三处官家驻军的大营
盘，安宁蜀西炉关。三林即为三宁，并同于南方邛雟的冕
宁、安宁和北方达乌的泰宁、乾宁，以及稍西近邻的贡宁、
康宁。一方面作为川滇以远之‘宁远’要镇，另一方面仍常
葆自蕴的‘林’这层本土传统含意。

都不是小桥流水杏花春雨的韵致，都不是半亩方塘
一垅稼穑的境况。用亦藏亦汉的话说，富林拟为富饶之
域，对于康定，搬不空的九襄汉源是它。而化林拟为德化
之域，对于康定，文风开化不识兵革之清溪龙爬堡是它。
于是，俞林就该拟为境域中的圣境妙域了，明正土司和打
箭炉同知共蕴的御林行宫是它。难怪，对于康定，世代风
水都汇于折朵俞林呢，勘舆家闭了眼也敢说俞林满地福
气。三林世代诸王，以其生平，演绎着华夏和羌夷共同开
拓蜀西康东的伟业，终使三林成境。尤其俞林，无论对康

定而言，无论对康巴而言，其故往中的沿革变迁，都潜沉
着情思的堂奥，积淀着底气的厚重，博大是也，尤其精深。

出蜀入康，从富林、化林西行过来，零关道止，天路始
起，打头就是俞林。元古世纪行盐之道，康北哈羌盐和康
南盐井盐，都冲俞林聚来，都经俞林散去，俞林鼓动着盐
道的脉搏。时光流逝，盐道湮于西风残阳，凭的让苍髯老
叟当空怀旧。俞林属‘察隅’盐地。

继后输茶，其道修远。汉地茶甄，经富林化林，送到俞
林。蜀人背夫放下背子，建昌矮马卸下鞍子，在这儿改成
康人的牦牛驮子。路漫漫，情切切，汉人，磨砺着以茶维糸
的命，经营着以命渴求的茶。俞林属‘甲隅’汉地。

蕃地及安朵所需茶甄，由牦牛迎送于俞林。生养于雪
域的牦牛，出不得泸水大渡，怕热。便在这儿仰空长哞，呼
唤东南来茶。为此，据说俞林的小鸟曾闻风而动，衔了茶
枝扑愣愣展翅凌云，去拉萨向赞普送茶，一并送了自己的
香魂到佛国。俞林，怎不让汉藏茶家感慨万千。于是，有灵
的茶树，生长到了牦牛木雅乡土，那是雅茶。干脆，茶树生
长到俞林，这是甲恩茶。

还有一样鄂瑟树叶，可以是茶。俞林更当是‘槚域’茶地。
俞林高处，为俞林贡，最初是天路上跋涉往返者的打

尖处。马戈们的驻马塘，驮脚娃的牦窝子，袭着世代烟火。
经年累月的长途畜力运输，行走大地的‘萨格若巴’们，四
方旅康盼归的游子些，在俞林贡捱过漫长隆冬中的严寒，
昱年返程。就近的牧群也在俞林贡躲霜雪，俞林贡是古风
悠悠牦牛道上的站口，是牦牛道上牦蹄的着落，是木雅牦
灵的归宿。

俞林之贡，其贡为高。这贡，本质上关糸着当地原始
信仰‘贡巴’，贡巴高贵。贡之高，就属精神意义的现象了。
俞林贡，同样，已然超越地势的高峻，位置的在上了。

俞林贡紧挨着雅加埂。俞林贡到雅加埂，是天然关隘，
跨雪门坎、越石门坎，天门开处，达折朵居中，四下里呼应
着碉门朵、魁仑朵、察木朵和吉古朵。依于俞林的折朵成景
时，宏恢康巴致精致妙。俞林贡‘雅嘉极雪’是康定八景之
一，有了雅加埂，远在西天人未识的贡嘎拉，就算初露面目
了。摩岗岭恒起，冰峰雪岭与菁岚碧荫相承一脉。

《格萨尔》唐卡在历史的发展长
河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首先，“格萨尔唐卡”的绘制，有
比较大的自由度，画师有充分的想象
和发挥的空间，不像佛像唐卡那样受
《度量经》的规范和约束，形成一种固
定的格式和标准，也没有样板，全凭
画师自己的想象和创造，也没有较为
详细的、固定的文字说明，故事内容
主要是依靠画面本身的艺术形象来
揭示。

比如格萨尔的英勇威武、珠牡的
美丽善良、绒察查根的足智多谋、晁
通的奸诈狡猾等等人物形象的特点，
通过绘画来表现，看到画面，你就会
联想到史诗中的某个人物，某个情
节，某个场面，说唱艺人可以指着画
面讲述。

佛像有一定的格式，一定的样
板，如：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药师
佛，“三世佛”等等，无论谁来绘制，大
体相像。而格萨尔则不同，一百个说
唱艺人心中，有一百个格萨尔形象；
一百个“仲唐”画师心中，有一百个格
萨尔形象，所以绘制出来的格萨尔形
象就各不相同。甚至一个画师在不同
时期绘制的格萨尔形象也不尽相同。
其他英雄人物、妖魔鬼怪的形象，差
异就更大了。这从“格萨尔千幅唐卡”
和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的唐卡插图
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次，“格萨尔唐卡”在区分不同
情节的构图场面时，巧妙地利用了
寺庙、宫宛、建筑、山石、云彩、树林
等，或用截然不同的色彩，作为相互
分隔和联结的手段。虽然每个构图
的形状、大小都不相同，但看上去仍
能一目了然。这些景物，除了区分构
图的作用外，在很多情况下，经常被
安排为故事人物的活动环境，所以，
它们本身又形成了一幅幅各具特色
的风景画。

第三，“格萨尔唐卡”在艺术处理
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微观透
视宏观”。乍看上去，《格萨尔》唐卡中
的每一幅画，主尊像是最突出的，因
为他几乎占去了画面一半以上的面
积，并且还都居于画面中心位置。但
如果把视线转入故事内容部分，人们
就会被那种气势宏伟的场面、生动逼
真的人物和景色，流畅的线条，以及
富丽和谐的色彩所吸引。虽然故事中
的人物多在四、五公分以内，显得矮
小，然而观赏者可以情不自禁地和他
们站到了一处，产生无限的联想和遐
思。也给说唱艺人演唱时以发挥的广
阔空间。

超时空的表现手法是“格萨尔唐
卡”的另一特色。“格萨尔唐卡”多采
用散点透视手法，不受时间、空间的
限制，将同一主题而发生在不同时
代的不同地点的事件组合在一起，
形成连续性情节的唐卡，如史诗的
核心人物格萨尔，画像中以格萨尔
为中心，周围以散点透视的画法画
出格萨尔一生中的主要活动，在各
个情节性活动之间用彩云、绿树、山
川、宫殿、城堡相隔断，使之既有联
系，又有区别。

《格萨尔》作为一部不朽的英雄
史诗，她是在藏族古代的神话、传说、
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丰厚的基础
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她通过对主人
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
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
战四方，降妖伏魔，惩恶扬善，抑强扶
弱，造福百姓等英雄业绩的描绘，热
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
暗的伟大斗争。降妖伏魔、惩恶扬善、
除暴安良、抑强扶弱、维护公理、主持
公道、消除苦难、造福百姓、铲除人间
不平、伸张社会正义的主题思想，像
一根红线，贯穿了整部史诗。正因为
《格萨尔》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表达了
人民的心声，在深受苦难的藏族人民
当中引起强烈共鸡。这是《格萨尔》这
部古老的史诗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的
重要原因。而“格萨尔唐卡”恰恰艺术
地、形象地反映 了这一主题思想。

与宗教题材的“德唐”相比，从内
容上看，“仲唐”即“格萨尔唐卡”给人
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它满腔热情地讴
歌英雄精神，鼓舞人民积极努力，奋
发勇为，催人奋进，激人向上，努力改
变自己的命运，创造今生今世美好幸
福的生活，“降妖伏魔，惩恶扬善，造
福百姓”，是“仲唐”主题，而不是像宗
教题材的唐卡宣扬的那样，教人屈服
于命运，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的
“幸福生活”。

寺庙旁的塔
是月亮坐成坚硬的洁白
风雨高踞其上
栖息着几世流浪

背对时间的人们
朝拜着前行的足迹
世界静得似幅唐卡
信徒们捧着它
默念名字，追赶前世的模样

流淌一炷香火
白塔坐满了佛
带着慈悲，双眼微张
静观尘世众生相

每一位行者，此时渴望
做一粒谦卑的青稞，低下头来
靠近最近的土地，触摸最远的时光

在藏地，蓝天白云映照下，藏式佛塔
随处矗立，成为一道庄严肃穆的风景。

在藏区，佛塔又称白塔、喇嘛塔，为
覆钵式塔，是藏传佛教独具造型的塔。
佛塔由基座、塔身、塔脖子和塔刹组成。

藏式佛塔的基座很宽大，有的开辟
为房间，用于存放物品或居住僧侣。塔
身，也称为塔肚子、覆钵、覆钵丘，形如
倒扣的钵，因此得名。有的塔在塔身上
开有佛龛，称为眼光门。塔脖子，又称为

相轮，因叠成圆锥形的相轮，最多有十
三层，所以也叫“十三天”。塔脖子有的
粗短，有的细长，一般都砌出奇数(七、
九、十一、十三)条线条，也有的做成象征
性的光面。塔刹，由伞盖和宝刹组成。伞
盖位于十三天的上部，通常包括华盖和
流苏，也有采用天地盖的造型。宝刹的
形制有三个系统：日月刹、金属高刹、宝
珠刹。塔脖子和塔刹象征着佛的头部，
巨大的塔身蕴含着深厚的佛教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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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歌广场就在康定的城中心，是康定的地标之一。
说是一处景致,也说不上是一处景致。但凡来康定的
人，若不去情歌广场转转，总觉得好像没来过康定一
样。只要你给出租车师傅说去情歌广场，或者大礼堂，
都会将你带至跑马山正对其东,折多河从旁流过的情
歌广场。它方正疏朗,吟唱着四季的故事,书写着盛世
的风流。它携带着时代的思想,也浸染着历史的烟雨；
它接受载歌载舞的欢乐,也倾听着忧国忧民的讲述；它
记录年轻的记忆,也收藏青春的梦想；它与康藏儿女同
欢乐,它与雪域人民共梦想。

情歌广场建成了很多年了,是康定居民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广场坦坦荡荡,四通八达，临街处花坛树木
花草繁盛,背后大礼堂肃穆端正，阳光和煦的照在这
里，有着康巴汉子的豪迈，亦有草原姑娘的和顺温柔。
有几处桌凳，是老年人晒太阳、打牌休闲的不二选择。
广场下面是商场，觉得风大或者太阳晒了，可以去下面
转转，说不定能选到一两件称心如意的东西。

情歌广场的四季,是康定的四季，也是人生的四季。
它无言地记录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深情地倾听
着这个情歌之城的心跳、历史的脉搏。康定的春天很短，
才觉得下了几场雪，冬天刚刚来，春天已经到了尾巴上
了。偶然一个明媚的阳光天气,远看渐渐变绿的跑马山，
郭达山顶映着彩霞，环绕着流云；近看冒出花苞的枝头,
停立着一二彩蝶,那双玲珑剔透的翅膀,多情地舞动灿
烂的春光。还有广场上打陀螺的老者，发出巨大的响声；
晨练的舞者，和着音乐翩翩而舞，让人觉得生活是那么
静好。他们和广场呼呼的风声一起共同奏响春天的旋

律,开启一天美好的生活。漫步广场的人,神情自若悠闲
淡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人,丰衣足食,心情愉快,他
们舒展出的是姹紫嫣红的诗情画意。

春天倏忽就过去了，雨季也随之而来。一阵凉爽的
清风,夹杂着些许雨点，拂过情歌广场,拂去了广场短
暂夏日的浮躁,拉开了清凉缠绵雨的世界。“自古逢秋
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感慨怕是也发不出来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山
上的“月亮星星”,地上的霓虹灯光,交相辉映。薄光笼
罩的广场上,清风徐来,游人渐多,劳作了一天的人们
纷至沓来,消遣玩乐。锅庄的音乐响了起来，大部分人
参与了进去，偶然遇见熟悉的人在跳舞，也是会心一
笑，继续跟着旋转。仍有害羞在旁观看的人，想跳又不
敢来。音乐声中,且歌且舞且欢乐的舞者,一曲又一曲,
一场又一场,他们舞动的是快乐的心情,追寻的是美好
的人生,而折射的则是盛世的风流,生活的丰裕。有神
情自若悠闲散步的人,有临风而立赏灯看河观景的人,
有对着四周山上景致指点拍照的人，有看别人亦被别
人看的人,但最快乐的还是那些穿梭在人群中的少年
们,他们溜旱冰、踩滑板,轻盈如燕,翩若惊鸿,四处穿
梭；他们拿着央求了父母很久才买的闪闪发光的玩具，
不亦乐乎！

情歌广场，像一幅清新优雅的画卷,像一方精心雕
刻的砚台,端庄沉静,秀丽雅致。在跑马山下，在折多河
畔，它被时光的烟雨研磨,又被幽淡的芳香浸染。就这
么默默地注目着来来往往的游人,静静地收藏着深深
浅浅的脚印。


